
浏阳市文化产业园管理委员会

2021 年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部门概况

（一）部门职能概述

浏阳市文化产业园管理委员会是 2012 年成立的全额拨

款正科级事业单位，负责对全市文化产业发展制订规划、配

套政策、宣传推介、招商引资，并提供信息、人才、培训、

融资等系列公共服务平台，促进全市文化企业的壮大、文化

品牌的培育和产业关联的提升。文化产业园是新兴园区，也

是突破传统“画地为园”概念、以产业为集聚线索的开放园

区。园区以浏阳城区“一河两岸”八公里为核心区域，通过

引进文化企业、培育文化品牌 、建设产业基地、打造特色

街区，构建以“欢乐浏阳河”群众文化平台、“智慧浏阳河”

创意实践平台、“浪漫浏阳河”文化旅游载体为内容的“浏

阳河”文化价值新体系。

（二）部门组织机构及人员情况

单位设有综合部（招商部）、产业发展部两个部门，与

去年相比，科室设置未发生变化，职能未发生变化。单位目

前在编在岗共 8 人，与上一年度相比，减少一人，原因是 2021

年从其他单位调入 1 人，调出 2 人。

（三）年度重点工作计划

2021 年文化产业园需完成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项



目入库、全国特色产业科普基地申报，国家级创业孵化示范

基地、国家级众创空间复评等一系列重点任务，同时要克服

疫情影响，切实推动基地功能完善、产业项目发展、营商服

务优化。

（四）部门整体支出规模、使用方向、主要内容和涉及

范围

2021 年财政年初预算 285.81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129.93 万元、项目支出 155.88 万元。2021 年总收入 459.06

万元，支出 459.06 万元。

二、部门整体支出资金管理及使用情况

（一）基本支出

1．实际整体收支情况。

本单位 2021 年度基本支出 154.50 万元，第一项工资福

利支出 146.28 万元（包括基本工资 33.30 万元；津贴补贴

27.97 万元；奖金 57.54 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

费 9.30 万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 4.40 万元；公务员医疗

保险费 1.76 万元：其他社会保障费 0.65 万元；住房公积金

6.90 万元；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4.46 万元）。第二项商品和

服务支出 8.22 万元（包括：办公费 1.00 万元；水费 0.03

万元；电费 0.1 万元；公务接待费 0.13 万元；劳务费 1.10

万元；工会经费 1.99 万元；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3.87 万元）。

2．“三公” 经费总支出情况。

2021 年度“三公经费”预算 4.50 万元（其中：公务接



待费：4.50 万元，公务用车（购置）费 0 万元，公务用车运

行费 0 万元），实际支出 0.82 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

0.82 万元，公务用车（购置）费 0 万元，公务用车运行费 0

万元），较好的控制了“三公经费”的支出。

3．因公出国（境）费用支出和公务用车（购置）情况。

因公出国（境）费用支出 0 万元，公务用车（购置）0
台，公务用车运行维护支出为 0 万元。

（二）项目支出

1．项目资金（包括财政资金、自筹资金等）安排落实、

总投入等情况分析。

2021 年项目支出 304.56 万元，其中：教育支出中的其

他教育支出 18 万元；科学技术支出中的其他技术研究与开

发支出5.1万元；科学技术支出中的其他科学技术支出16.96

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中的其他文化和旅游支出

171.62 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中的宣传文化发展专

项支出 0.5 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中的其他文化旅

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0.49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中的就

业创业服务补贴 67.89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中的其他

就业补助支出 4 万元；商业服务业等支出中的其他商业流通

事务支出 20 万元。

2．项目资金（主要指财政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分析。

（1）工资、津补贴等其他经费已按政策发放到位。园



区严格按照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标准进行工资发放，每年

按照规定时间进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调整、职级职务晋

升工作，确保单位人员工资标准与其岗位等级、薪级职级工

资相对应。

（2）省、市、县安排的各项中心的工作经费都安排到

位。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主要包括管理制度、办法的

制定及执行情况。

为落实财经纪律，规范财务管理，根据相关文件精神，

确保各项开支票据的合理性，合法性，数据性审核，做到财

务管理手续齐备，规范有序。单位财务报账严格按照财政相

关规定实行“一票联签”制，单位所有开支票据由经手人签具

开支用途说明，由办公室主任或科室长签字证明，再经单位

主任（分管负责人）审核签字，最后由分管财经工作领导签

字确认方可报账，报账人员必须严格按照财政规定报账，不

错报漏报假报。单位开支票据（含签单票据）原则上于当月

报销。

三、部门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我单位认真贯彻落实省、市的安排部署，认真落实，有

序推进。以抓项目聚产业、搭平台引流量、优服务集众智为

重点，发挥“小团队”大能量，实现了基地更优，产业更强，

服务更好的工作局面，“智慧浏阳河”文创基地通过国家级

创业孵化示范基地、国家级众创空间复评，浏阳河文化产业



园入选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后备项目库，浏阳夏布文创

中心获评全国特色产业科普基地。

四、资产管理情况

制定了《浏阳市文化产业园管理委员会资产管理制度》，

分工明确，责任清晰。在实际工作中，对资产实行统一管理，

统一调配，建立了管理台账，做到程序化，规范化，提高资

产使用效率。同时，加强监督工作，对资产进行清查、盘点，

以便有效地管理、保护国有资产。

五、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2021 年单位总支出 459.06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154.50

万元，项目支出 304.56 万元。

（一）抓项目聚产业，园区基地提质发展

做精小微项目的孵化器，持续打造“一核四翼”产业格

局，以“智慧浏阳河”为核心，基本形成五大特色产业聚集

区。一是做优“国字号”。“智慧浏阳河”文创基地通过国

家级创业孵化示范基地、国家级众创空间复评；浏阳河文化

产业园入选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后备项目库；支持浏阳

河文化产业园建设特色文化产业集群被写入《关于实施强省

会战略支持长沙市建设的若干意见（征求意见稿）》，长沙

文旅局提出提质发展马栏山中国 V 谷、浏阳河文化产业园等

产业园区，到 2025 年创建 1-2 个国家级文旅融合示范园区。

二是做强“数字化”。网间孵化器新引进 16 个数字设计、

直播电商等项目，现有在孵项目 33 个。一年来，“文化+数



字”类企业展现了巨大潜力和双创活力，推动长兴湖片区纳

入市“十四五”移动互联网产业集聚区。网易（浏阳）数字

文化中心项目持续推进，网易手游《倩女幽魂》融入浏阳烟

花的新版本即将上线。三是做特“非遗端”。浏阳夏布文创

中心获评全国特色产业科普基地，夏布入选省第五批非遗；

创意烟花“三新三进”的模式更加成熟，花火剧团创意打造

“创意烟花+数字新场景+文旅景区”的焰遇新模式；文创蒸

菜稳步发展，“蒸浏记”计划建设湖南首个“蒸菜文化产业

园”，线下已成功进军黄花机场、广州高铁站等。

（二）搭平台引流量，品牌叠加流量倍增

通过“品牌平台+品牌文化+品牌体验”的叠加倍增流量。

一是创意赋能产业。指导推出 40 多款红色文创产品，金乌

炭雕“红船精神”“星火燎原”系列产品获“延安故事”文

旅设计大赛金奖等，上线“学习强国”平台；浏阳夏布、活

字印刷等亮相湖南卫视《云上的小店》，以场景体验深度展

现文创魅力，借助上星平台促推品牌高效传播。以长株潭大

学生传统工艺创新大赛、湘赣边短视频直播创业大赛等大型

活动、赛事为载体，创新推介文创文旅品牌。二是“网红”

撬动“长红”。持续打造“网红经济圈”，提质文创浏阳场

景实验室、浏阳院子，引进剧本杀等网红业态，举办特色活

动 5 次，其中《百舸争流》画展为中国山水画领军人物林海

钟教授入湘首展；“一起来唱浏阳河”电台专栏超百万人次

收听，在湘赣边区域举办活动 6 次，五一期间“送你一支浏



阳河”成为长沙“手可摘星辰”活动亮点。三是“数字”迭

代“传统”。力推传统行业数字化焕新，积极引导仓储、烟

花、建材等行业进行数字化改造，智联科技搭建了浏阳本地

首个快消品批发平台“集采浏阳”，目前集聚商家 1000 多

个；长鼎科技烟花物联网联控平台成功解决烟花行业全流程

安全智能问题。

（三）优服务集众智，贴心服务高质高效

营造 24℃营商发展环境和创业生态，以用户思维服务企

业，精心培育最优质的创业生态。一是“智慧浏阳河”思想

引领。全年组织政策宣讲、项目路演等活动 20 余场，线上

线下覆盖近 10 万人次，提供工商注册等公共服务 1200 多次，

宣讲政策 3000 多人次。二是“人才蓄水池”行动保障。新

聘请 3 名专家导师，与 11 所院校达成园校合作，组织企业

参加高校招聘活动 4 场，参加专场招聘 2 次，累计为园区 276

个岗位精准匹配人才 200 多个；市委组织部挂牌成立“浏阳

市人才沙龙阵地”，组织活动 2 场，4 批次 20 多家企业参加

双创培训。三是为企业纾困有的放矢。解决老城区基地企业

停车难问题，设立苎麻基地，预计每年为企业节省成本近 10

万元，对新入驻企业提供租金减免优惠举措；组织企业申报

上级荣誉近 30 项。重点服务的企业花火剧团、烟花石获评

长沙市版权示范（提名）企业，孝文科技新入选湖南省专精

特新“小巨人”企业。

六、存在的主要问题



1、项目预算管理机制还需进一步加强和完善。

2、部门整体支出预算控制率低，预算和支出差距比较

大。

七、改进措施和有关建议

1、深入学习《预算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提

高预算意识。按照程序严格控制资金的使用，实现厉行勤俭

节约，发挥财政资金的最大效益。

2、加强预算管理。进一步完善预算管理制度，加强预

算编制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八、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等级

2021 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得分 94 分，等级为“优”。

浏阳市文化产业园管理委员会

2022 年 10 月 18 日


